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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心理健康现状调查及应对方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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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摘暋要暋目的暋对商洛学院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现状进行调查棳研究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现状及特点棳探讨大学

生心理健康与应对方式的相关关系棳进一步揭示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的预测性暎方法暋采用症状自评量表和简

易应对方式问卷对商洛学院棾棸棸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暎结果暋棻棭文科生的心理健康总体水平高于理科

生棳并且在躯体化暍强迫暍焦虑暍敌对暍恐怖因子的得分低于理科生棬 椉棸棶棸椀棭椈棽棭女生在抑郁暍焦虑暍恐怖因子上的

得分高于男生棬 椉棸棶棸椀棭椈棾棭农村学生在强迫暍抑郁暍精神病性因子的得分高于城市学生棬 椉棸棶棸椀棭椈棿棭独生子女

在敏感暍抑郁因子的得分低于非独生子女棬 椉棸棶棸椀棭椈椀棭积极应对方式与症状自评量表的总分及因子分呈显著负

相关棳消极应对方式与症状自评量表的总分及各因子分呈显著正相关棬 椉棸棶棸棻棭椈椂棭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具有一

定的预测力暎结论暋大学生心理健康在学科性质暍性别暍生源地暍是否独生子女等人口学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棳应

对方式是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暎

关键词暋大学生椈心理健康椈应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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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 随 着 社 会 竞 争 的 加 剧 棳大 学 生 面 临 着 学 校 暍家

庭 暍社 会 各 方 面 的 压 力 棳较 高 的 心 理 问 题 发 生 率 已

经 引 起 学 校 暍家 庭 暍社 会 的 广 泛 关 注 暎 如 何 提 高 大

学 生 的 心 理 健 康 水 平 棳促 进 大 学 生 健 康 的 发 展 已 成

为 高 校 的 一 项 重 要 任 务 暎 张 林 等 椲棻椵认 为 椇应 对 方 式

是 指 个 体 在 面 对 挫 折 和 压 力 时 所 采 用 的 认 知 和 行

棸椆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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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方 式 棳又 称 作 应 对 策 略 和 应 对 机 制 暎 它 是 心 理 应

激 过 程 中 的 一 种 重 要 的 中 介 调 节 因 素 暎 本 文 旨 在

通 过 考 察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现 状 棳研 究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与 应 对 方 式 之 间 的 关 系 棳探 讨 提 升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的 有 效 途 径 暎 为 高 校 有 针 对 性 地 开 展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提 供 研 究 依 据 暎

棻暋对象与方法

棻棶棻暋对象

采 用 随 机 抽 样 法 棳抽 取 商 洛 市 商 洛 学 院 的 在 读

大 学 生 作 为 被 试 进 行 问 卷 调 查 暎 共 发 放 问 卷 棾棸棸

份 棳回 收 棽椆棸 份 棳回 收 率 椆椂棶椂椃棩暎 剔 除 具 有 明 显

反 应 倾 向 及 回 答 不 完 整 问 卷 后 棳剩 余 有 效 问 卷 棽椂椆

份 棳有 效 率 为 椄椆棶椂棩暎 见 表 棻暎

表棻暋被试的基本情况

项目 人数 百分比棷棩

学科性质

暋暋文科 棻椄椆 椃棸

暋暋理科 椃椄 棽椆

性别

暋暋男 椆棸 棾棿

暋暋女 棻椃椃 椂椂

生源地

暋暋城镇 椂棻 棽棾

暋暋农村 棽棸椀 椃椂

是否独生

暋暋是 椀椄 棽棽

暋暋否 棽棸椃 椃椃

棻棶棽暋研究工具

棻棶棽棶棻暋 症 状 自 评 量 表 棬斢斆斕灢椆棸棭暋 由 斈斿旘旓旂斸旚旈旙

棻椆椃椀 年 编 制 暎 该 量 表 共 有 椆棸 个 项 目 棳共 棻棸 个 分

量 表 棳包 含 躯 体 化 暍强 迫 症 状 暍人 际 关 系 敏 感 暍抑 郁 暍

焦 虑 暍敌 对 暍恐 怖 暍偏 执 暍精 神 病 性 和 其 他 暎 每 一 项

目 都 采 用 椀 级 评 分 棳棬棸棴 从 无 暍棻棴 很 轻 暍棽棴 中 等 暍棾

棴 偏 重 暍棿棴 严 重 棭暎斢斆斕灢椆棸 总 量 表 的 同 质 性 信 度

为 棸棶椆椃棳各 分 量 表 的 同 质 性 信 度 在 棸棶椂椆 以 上 棳重

测 信 度 大 于 棸棶椃棳每 个 条 目 与 总 分 的 相 关 系 数 大 于

棸棶棾椂棳具 有 较 好 的 信 度 和 效 度
椲棽椵暎

棻棶棽棶棽暋 简 易 应 对 方 式 问 卷 暋 采 用 解 亚 宁 棻椆椆椄 年

编 制 的 简 易 应 对 方 式 问 卷 棬斢斆斢斞棭棳由 积 极 应 对 和

消 极 应 对 两 个 维 度 组 成 棳包 括 棽棸 个 项 目 暎 本 量 表

的 重 测 相 关 系 数 为 棸棶椄椆棳斸 系 数 为 棸棶椆棸棳具 有 较 好

的 信 度 和 效 度 椲棾椵暎

棽暋结果

棽棶棻暋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现状分析

棽棶棻棶棻暋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各 因 子 基 本 情 况 暋 见 表

棽暎

表棽暋大学生心理健康各因子的基本情况棬分棳暲 棭

症状自评量表 本次测验 全国大学生常模

躯体化 棸棶椀棽暲棸棶棾椃 棻棶椀椃暲棸棶椀椀 棻棽棶椂棿 棸棶棸棸

强迫症状 棸棶椄椂暲棸棶椀椂 棽棶棸棾暲棸棶椂椂 椂棶椂棻 棸棶棸棸

敏感 棸棶椃棽暲棸棶椀椆 棻棶椆棽暲棸棶椂椀 棿棶椆椆 棸棶棸棸

抑郁 棸棶椂椃暲棸棶椀棻 棻棶椆棻暲棸棶椂棿 棻棽棶椆椀 棸棶棸棸

焦虑 棸棶椂椀暲棸棶椀棽 棻棶椂椄暲棸棶椀椄 棽棸棶椄椄 棸棶棸棸

敌对 棸棶椂棾暲棸棶椀棾 棻棶椃棾暲棸棶椂椆 棽棸棶棸椀 棸棶棸棸

恐怖 棸棶椀棿暲棸棶棿棻 棻棶椀棿暲棸棶椀椂 棻棾棶棾棾 棸棶棸棸

偏执 棸棶椂棻暲棸棶椀棿 棻棶椄棿暲棸棶椂棾 棻棻棶椃棿 棸棶棸棸

精神病性 棸棶椀椂暲棸棶棿椀 棻棶椂棻暲棸棶椀椄 椂棶棾椄 棸棶棸棸

其他 棸棶椂椆暲棸棶棿椄 棻棶椃椂暲棸棶椂椄 棽棸棶棾椀 棸棶棸棸

暋暋 调 查 结 果 显 示 棳本 次 测 试 的 大 学 生 斢斆斕灢椆棸 各

因 子 分 值 均 低 于 全 国 大 学 生 常 模 水 平 棳且 具 有 显 著

性 差 异 棬 椉棸棶棸棻棭暎 表 明 被 测 群 体 总 体 情 况 比 较

健 康 暎

棽棶棻棶棽暋 大 学 生 斢斆斕灢椆棸 各 因 子 分 曒棾 分 的 检 出 率

暋 见 表 棾暎

表棾暋大学生斢斆斕灢椆棸各因子分曒棾的检出率

躯体

化

强迫

症状
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

病性
其他

频数 棾 棻棸 棻棸 椄 椄 棻棽 椄 椀 棿 椆

百分比棷棩棻棶棻棽 棾棶椃棽 棾棶椃棽 棽棶椆椃 棽棶椆椃 棿棶棿椂 棽棶椆椃 棻棶椄椂 棻棶棿椆 棾棶棾椀

暋暋 从 表 棾 可 以 看 出 棳大 学 生 在 敌 对 暍强 迫 症 状 暍敏

感 因 子 上 表 现 较 为 突 出 暎

棽棶棻棶棾暋 不 同 人 口 统 计 学 特 征 的 斢斆斕灢椆棸 总 分 差 异

比 较 暋 见 表 棿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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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棿暋不同人口统计学变量在斢斆斕灢椆棸上的差异比较棬分棳暲 棭

人口统计学特征 斢斆斕灢椆棸总分 躯体化 强迫 敏感 抑郁 焦虑

学科性质

暋暋文科 椀棿棶椂棸暲棾椀棶椀棻 棸棶棿椃暲棸棶棿棻 棸棶椄棻暲棸棶棿椄 棸棶椂椆暲棸棶椀棸 棸棶椂棿暲棸棶椀棻 棸棶椂棸暲棸棶棿椂

暋暋理科 椂椃棶棾椂暲棿棽棶棽椄 棸棶椂棾暲棸棶棿棿 棸棶椆椄暲棸棶椀棿 棸棶椄棻暲棸棶椀椂 棸棶椃椀暲棸棶椀椂 棸棶椃椂暲棸棶椂棸

暋暋 棴棽棶椀棽 棴棽棶椄椂 棴棽棶椀棽 棴棻棶椄棽 棴棻棶棿椃 棴棽棶棸棿灣

暋暋 棸棶棸棽棾灣 棸棶棸棽椀灣 棸棶棸棽棾灣 棸棶棸椃棿 棸棶棸椂椄 棸棶棸棽椃灣

性别

暋暋男 椀棽棶棽椆暲棾椀棶棻椂 棸棶椀棻暲棸棶棿椀 棸棶椃椄暲棸棶棿椂 棸棶椂椀暲棸棶棿椃 棸棶椀椂暲棸棶棿椃 棸棶椀椂暲棸棶棿椆

暋暋女 椂棻棶棿棸暲棾椆棶棸椃 棸棶椀棽暲棸棶棿棻 棸棶椆棸暲棸棶椀棽 棸棶椃椂暲棸棶椀棿 棸棶椃棾暲棸棶椀椀 棸棶椂椆暲棸棶椀棻

暋暋 棴棻棶椄椂 棴棸棶椃椂 棴棻棶椆椂 棴棻棶椀椄 棴棽棶椀椆 棴棽棶棻棻

暋暋 棸棶棸椃椂 棸棶棸椂椃 棸棶棸椃椃 棸棶棸椂椂 棸棶棸棽棿灣 棸棶棸棽椆灣

生源地

暋暋城镇 椀棽棶棸棸暲棾棿棶棾棾 棸棶椀棻暲棸棶棿椀 棸棶椃棿暲棸棶棿棸 棸棶椂棾暲棸棶棿棾 棸棶椀椀暲棸棶棿棽 棸棶椀棿暲棸棶棿椂

暋暋农村 椂棸棶棻椄暲棾椄棶椆椂 棸棶椀棽暲棸棶棿棽 棸棶椆棸暲棸棶椀棾 棸棶椃椀暲棸棶椀棿 棸棶椃棻暲棸棶椀椀 棸棶椂椄暲棸棶椀棽

暋暋 棴棻棶棿椄 棴棸棶棻椄 棴棽棶棿椄 棴棻棶椄棸 棴棽棶棾椆 棴棻棶椄椃

暋暋 棸棶棸椂棿 棸棶棸椂棽 棸棶棸棽椄灣 棸棶棸椂棽 棸棶棸棽棽灣 棸棶棸椂棻

是否独生

暋暋是 椀棾棶椃棻暲棾棽棶棽棸 棸棶椀棸暲棸棶棿棽 棸棶椃椄暲棸棶棿棸 棸棶椂棽暲棸棶棿棻 棸棶椀椂暲棸棶棿棻 棸棶椀椂暲棸棶棿棾

暋暋否 椀椆棶椂棽暲棾椆棶椀椆 棸棶椀棽暲棸棶棿棾 棸棶椄椄暲棸棶椀棾 棸棶椃椀暲棸棶椀椀 棸棶椃棸暲棸棶椀椂 棸棶椂椃暲棸棶椀棾

暋暋 棴棻棶棸椀 棴棸棶棿棸 棴棻棶棿棾 棴棽棶棸棸 棴棽棶棻棾 棴棻棶棿椀

暋暋 棸棶棸椂椆 棸棶棸椂棿 棸棶棸椂椃 棸棶棸棽棻灣 棸棶棸棽椄灣 棸棶棸椂椀

人口统计学特征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其他

学科性质

暋暋文科 棸棶椀椃暲棸棶棿椃 棸棶棿椆暲棸棶棿椀 棸棶椀椀暲棸棶棿椂 棸棶椀棽暲棸棶棿棽 棸棶椂椃暲棸棶椀棾

暋暋理科 棸棶椃椂暲棸棶椂椂 棸棶椂椀暲棸棶椀椂 棸棶椃椀暲棸棶棿椆 棸棶椂椂暲棸棶棿椆 棸棶椃棿暲棸棶椀棾

暋暋 棴棽棶棾棾 棴棽棶棽棾 棴棾棶棻椆 棴棽棶棿棽 棴棻棶棸棿

暋暋 棸棶棸棽棿灣 棸棶棸棽椂灣 棸棶棸棽棻灣 棸棶棸棽棾灣 棸棶棸椂棻

性别

暋暋男 棸棶椀椂暲棸棶椀棸 棸棶棿棽暲棸棶棾椆 棸棶椀椃暲棸棶棿椃 棸棶椀棾暲棸棶棿椀 棸棶椂棽暲棸棶椀棸

暋暋女 棸棶椂椂暲棸棶椀椀 棸棶椂棸暲棸棶椀棾 棸棶椂棾暲棸棶棿椆 棸棶椀椃暲棸棶棿棿 棸棶椃棽暲棸棶椀棿

暋暋 棻棶椀椀 棴棾棶棸棿 棴棸棶椆椀 棴棸棶椃棸 棴棻棶椀棿

暋暋 棸棶棸椃棿 棸棶棸棸椃灣灣 棸棶棸椃棻 棸棶棸椃棾 棸棶棸椂棿

生源地

暋暋城镇 棸棶椂棽暲棸棶椀椀 棸棶椀棽暲棸棶棿椆 棸棶椀棾暲棸棶棿棾 棸棶棿椂暲棸棶棿棾 棸棶椂棸暲棸棶棿椆

暋暋农村 棸棶椂棾暲棸棶椀棾 棸棶椀棿暲棸棶棿椆 棸棶椂棾暲棸棶棿椆 棸棶椀椆暲棸棶棿椀 棸棶椃棽暲棸棶椀棿

暋暋 棴棸棶棸椆 棴棸棶棽椃 棴棻棶椀棸 棴棽棶棸棻 棴棻棶棿椆

暋暋 棸棶棸椂椆 棸棶棸椂棽 棸棶棸椃棾 棸棶棸棽椂灣 棸棶棸椃椀

是否独生

暋暋是 棸棶椀椄暲棸棶椀棻 棸棶椀棿暲棸棶棾椆 棸棶椀椆暲棸棶椀棸 棸棶椀棽暲棸棶棿棾 棸棶椂棽暲棸棶棿椆

暋暋否 棸棶椂棿暲棸棶椀椀 棸棶椀棿暲棸棶椀棽 棸棶椂棻暲棸棶棿椄 棸棶椀椃暲棸棶棿椀 棸棶椃棻暲棸棶椀棿

暋暋 棴棸棶椃棿 棸棶棸椄 棴棸棶棻椃 棴棸棶椃棸 棴棻棶棻棻

暋暋 棸棶棸椃棻 棸棶棸椃棿 棸棶棸椂椆 棸棶棸椂棾 棸棶棸椃椃

暋暋注椇灣 椉棸棶棸椀棳灣灣 椉棸棶棸棻棳灣灣灣 椉棸棶棸棸棻

棽椆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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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 表 棿 结 果 显 示 棳文 科 生 和 理 科 生 在 症 状 自 评 量

表 总 分 暍强 迫 暍焦 虑 暍敌 对 暍恐 怖 暍偏 执 暍精 神 病 性 因

子 上 存 在 显 著 性 差 异 棬 椉棸棶棸椀棭椈男 女 生 在 抑 郁 暍

焦 虑 因 子 上 存 在 显 著 差 异 棬 椉棸棶棸椀棭棳在 恐 怖 因 子

上 存 在 极 显 著 差 异 棬 椉棸棶棸棻棭椈城 镇 与 农 村 大 学 生

在 强 迫 暍抑 郁 暍精 神 病 性 因 子 上 存 在 显 著 性 差 异 棬

椉棸棶棸椀棭椈独 生 子 女 与 非 独 生 子 女 在 敏 感 暍抑 郁 因 子

上 存 在 显 著 性 差 异 棬 椉棸棶棸椀棭暎

棽棶棽暋大学生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分析

棽棶棽棶棻暋 大 学 生 应 对 方 式 与 心 理 健 康 水 平 的 相 关 分

析 暋 见 表 椀暎

表椀暋应对方式与斢斆斕灢椆棸评分相关分析棬旘棭

斢斆斕灢椆棸 积极应对 消极应对

症状总分 棴棸棶棿棸灣灣 棸棶棿椆灣灣

躯体化 棴棸棶棽椂灣灣 棸棶棿棸灣灣

强迫症状 棴棸棶棾棻灣灣 棸棶棾椄灣灣

人际关系敏感 棴棸棶棾棿灣灣 棸棶棾椀灣灣

抑郁 棴棸棶棿棿灣灣 棸棶棿棿灣灣

焦虑 棴棸棶棾椄灣灣 棸棶棿椃灣灣

敌对 棴棸棶棾棻灣灣 棸棶棿椆灣灣

恐怖 棴棸棶棾椃灣灣 棸棶棾椆灣灣

偏执 棴棸棶棾棸灣灣 棸棶棿棿灣灣

精神病性 棴棸棶棾棽灣灣 棸棶棿椃灣灣

其他 棴棸棶棾椄灣灣 棸棶棾椀灣灣

暋暋注椇灣灣 椉棸棶棸棻

暋暋 表 椀 显 示 棳大 学 生 积 极 应 对 方 式 与 斢斆斕灢椆棸 总

分 及 各 因 子 分 均 呈 显 著 负 相 关 椈消 极 应 对 方 式 与

斢斆斕灢椆棸 总 分 及 各 因 子 分 均 呈 显 著 正 相 关 暎

棽棶棽棶棽暋 大 学 生 应 对 方 式 与 心 理 健 康 关 系 的 回 归 分

析 暋 为 了 进 一 步 探 讨 大 学 生 应 对 方 式 与 心 理 健 康

的 关 系 棳以 斢斆斕灢椆棸 均 分 为 因 变 量 棳以 积 极 应 对 与

消 极 应 对 为 自 变 量 棳逐 步 建 立 回 归 方 程 棳见 表 椂暎

表椂暋大学生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回归分析棬旑椊棽椂椆棭

预测变量 斠 斠棽 曶斠棽 斅

消极应对 棸棶棿椆 棸棶棽棿 棸棶棽棾 棸棶棾椀 椄棶椄棾灣灣 椄棻棶棻棸灣灣

积极应对 棸棶椀椆 棸棶棾椀 棸棶棾椀 棴棸棶棾棾 棴椂棶椆棸灣灣 椃棻棶棿椆灣灣

暋暋注椇灣灣 椉棸棶棸棻

暋暋 结 果 显 示 棳积 极 应 对 方 式 与 消 极 应 对 方 式 棽 个

自 变 量 进 入 回 归 方 程 暎 积 极 应 对 方 式 和 消 极 应 对

二 者 共 同 解 释 了 心 理 症 状 的 棾椀棩暎 由 此 可 见 棳应

对 方 式 对 心 理 健 康 有 一 定 的 预 测 力 暎

棾暋讨论

棾棶棻暋大学生心理健康基本情况分析

根 据 以 往 斢斆斕灢椆棸 的 施 测 情 况 分 析 表 明 棳北 京

市 大 学 生 中 可 能 有 心 理 健 康 问 题 的 学 生 约 占 棻椂棶

椀棻棩
椲棿椵椈宁 夏 高 校 中 有 棾棾棶棿棩 可 能 有 心 理 疾 病

椲椀椵暎

本 次 调 查 结 果 显 示 棳选 取 的 大 学 生 被 试 相 对 比 较 健

康 暎 这 可 能 与 不 同 地 区 生 活 环 境 的 不 同 导 致 大 学

生 面 对 的 压 力 时 的 态 度 不 同 棳造 成 了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现 状 的 差 异 暎 但 是 大 学 生 较 高 的 心 理 问 题 发 生

率 依 然 值 得 家 庭 暍学 校 及 社 会 的 广 泛 关 注 暎

女 生 在 抑 郁 暍焦 虑 暍恐 怖 上 的 得 分 与 男 生 有 显

著 性 差 异 棳得 分 高 于 男 生 棳与 王 建 中 椲椂椵结 果 一 致 暎

其 原 因 可 能 是 女 生 心 思 细 腻 暍敏 感 棳男 生 心 胸 开 阔 暍

豁 达 棳在 遇 到 令 人 抑 郁 暍焦 虑 的 事 件 时 棳女 生 更 容 易

让 不 愉 悦 的 情 绪 持 久 棳而 男 生 更 容 易 通 过 一 些 体 育

运 动 发 泄 出 来 棳及 时 克 服 不 良 情 绪 的 干 扰 棳维 护 自

己 的 心 理 健 康 暎

文 科 生 与 理 科 生 在 斢斆斕灢椆棸 总 分 暍躯 体 化 暍强

迫 暍焦 虑 暍敌 对 暍恐 怖 暍偏 执 和 精 神 病 性 因 子 上 的 得

分 存 在 显 著 的 差 异 棳与 张 云 生 椲椃椵研 究 结 果 一 致 暎 文

科 生 的 心 理 健 康 水 平 显 著 高 于 理 科 生 暎 分 析 原 因

可 能 是 文 科 生 与 理 科 生 思 维 方 式 不 同 棳在 学 习 阶 段

的 环 境 氛 围 不 同 等 多 方 面 因 素 造 成 的 暎

农 村 大 学 生 的 心 理 健 康 水 平 低 于 城 镇 大 学 生 棳

这 与 张 云 生 椲椃椵的 调 查 结 果 相 一 致 暎 产 生 差 异 的 原

因 可 能 是 椇城 镇 大 学 生 所 生 活 的 环 境 新 鲜 刺 激 较

多 棳城 镇 学 生 长 时 间 接 触 丰 富 的 刺 激 棳从 而 增 加 了

其 面 对 新 事 物 暍新 环 境 的 适 应 能 力 暎 在 大 学 的 生 活

中 棳更 容 易 适 应 环 境 暍融 洽 的 与 他 人 相 处 暎

独 生 子 女 和 非 独 生 子 女 在 敏 感 因 子 和 抑 郁 因

子 上 存 在 显 著 差 异 棳非 独 生 子 女 的 得 分 高 于 独 生 子

女 棳王 建 中 椲椂椵结 果 一 致 暎 可 能 是 因 为 非 独 生 子 女 更

在 意 父 母 对 待 自 己 和 其 他 子 女 是 否 一 致 棳在 家 庭 中

对 于 自 己 与 其 他 人 的 关 系 更 加 敏 感 棳希 望 得 到 公 平

对 待 棳一 旦 不 平 衡 棳非 独 生 子 女 会 表 现 出 不 满 的 态

度 棳长 期 如 此 抑 郁 的 可 能 性 也 会 高 于 独 生 子 女 椈独

生 子 女 和 非 独 生 子 女 在 家 庭 中 受 关 注 的 程 度 不 同 暍

棾椆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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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长 的 历 程 及 父 母 的 给 予 的 关 爱 不 同 也 会 导 致 产

生 差 异 暎

棾棶棽暋应对方式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作用

本 文 结 果 显 示 大 学 生 积 极 应 对 方 式 与 斢斆斕灢椆棸

总 分 及 各 因 子 分 均 呈 显 著 负 相 关 椈消 极 应 对 方 式 与

斢斆斕灢椆棸 总 分 及 各 因 子 分 均 呈 显 著 正 相 关 暎 同 时 在

应 对 方 式 与 心 理 症 状 的 回 归 分 析 中 发 现 棳消 极 应 对

和 积 极 应 对 均 进 入 回 归 方 程 棳联 合 预 测 心 理 症 状

棾椀棩 的 变 异 量 棳表 明 应 对 方 式 对 心 理 健 康 状 况 有 一

定 的 预 测 作 用 棳与 佟 月 华 椲椄椵结 果 一 致 暎 表 明 大 学 生

在 遇 到 应 急 事 件 时 棳采 取 积 极 的 应 对 方 式 可 有 效 地

缓 解 应 激 事 件 带 来 的 不 良 影 响 棳能 够 有 效 地 提 高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水 平 椈如 果 采 取 消 极 的 应 对 方 式 棳则

会 降 低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水 平 暎

斠斸旟 等
椲椆椵研 究 发 现 棳个 体 如 果 处 于 高 应 激 状 态

下 并 且 缺 乏 良 好 的 应 对 方 式 棳则 心 理 问 题 产 生 的 可

能 性 为 普 通 人 的 棽 倍 棳有 时 甚 至 会 高 达 棿棾棶棾棩暎

斄旑斾旓
椲棻棸椵对 大 学 生 应 对 方 式 和 情 绪 关 系 的 研 究 表

明 棳积 极 心 境 分 数 偏 高 的 学 生 大 多 数 情 况 下 采 用 认

知 中 心 的 应 对 策 略 棳并 且 表 现 出 良 好 的 社 交 活 动 和

心 理 健 康 状 况 椈积 极 心 境 分 数 偏 低 的 学 生 大 多 数 情

况 下 采 用 情 绪 中 心 的 应 对 策 略 棳时 常 表 现 出 焦 虑 暍

烦 躁 不 安 的 症 状 暎

综 上 所 述 棳大 学 生 应 对 方 式 对 心 理 健 康 具 有 重

要 的 预 测 作 用 暎 积 极 应 对 方 式 对 心 理 健 康 具 有 正

向 预 测 作 用 棳当 采 取 积 极 应 对 方 式 时 棳积 极 应 对 可

以 有 效 缓 解 应 激 事 件 强 度 棳降 低 大 学 生 心 理 问 题 发

生 率 棳从 而 对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起 到 保 护 作 用 棳维 持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水 平 椲棻棻灢棻棾椵暎 消 极 应 对 则 不 利 于 大

学 生 的 心 理 健 康 棳长 期 采 取 消 极 应 对 会 对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水 平 造 成 威 胁 棳不 利 于 大 学 生 的 全 面 发 展 暎

学 校 应 关 注 大 学 生 的 应 对 方 式 棳并 且 对 大 学 生 开 展

相 应 的 训 练 棳使 大 学 生 在 面 对 困 难 暍挫 折 时 能 够 采

取 积 极 的 应 对 方 式 棳维 持 心 理 健 康 椲棻棿灢棻椃椵暎 心 理 教

育 工 作 者 应 该 积 极 了 解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水 平 棳对 于

有 心 理 障 碍 的 学 生 给 予 及 时 的 关 注 及 帮 助 棳鼓 励 大

学 生 在 学 习 生 活 中 能 够 积 极 应 对 各 种 状 况 棳使 大 学

生 再 遇 到 应 激 事 件 时 能 够 采 取 积 极 的 应 对 方 式 棳提

高 其 心 理 健 康 水 平 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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